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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

从“成长包”到“生涯规划”
———细看上师大附中学生自主发展体系的传承

! ! ! !如何落实学生自主发展，一直是
中高等学校在素质教育推进落实过
程中的一道难题。而上师大附中早在
十几年前就着手对学生自主发展的
平台建设进行探索。学校从引导评价
而开创的多元评价体系，使学生得以
自主感悟行为规范；再从深化发展的
研究型课程和校园平台，让学生得以
自主选择。这既是一项源远流长的过
程，也是一种传承。

!成长包"

多元评价体系从无到有
谈起“我的成长包”，上师大附中

的科研处主任徐明展示了一本绿色
封皮、纸张也稍显老旧的本子，这本
最早编于 !""#年的成长包是市教委
所编发的“学生成长手册”的前身。
“早在上世纪 $"年代，我们关注

到了学生评价比较缺失，学生在德智
体劳各个方面都没有发言权，家长也
没有参与权，只有班主任老师给每个
学生写评语。”上师大附中校长严一
平告诉我们，“既然是学生综合性评
价，那就应该突出学生才是评价主
体。”结合这些因素，“我的成长包”结
合学校办学理念，突出评价体系主
体，以围绕学生的自我诊断、自我设
计和自我修正三个方面，囊括了各项
主题活动，并侧重于注意学生自身发
展和评价过程。
例如红五月歌会、寒暑假社会实

践等主题活动，由学生自己、同学、老
师和家长给出评语和寄语。翻看这本
手册内满满的照片和学生自己、家长

以及同学留下的话语，薄薄的成长包
记载着的是学生在上师大附中留下
的青春烙印。
直至 !""%年前后，在学生评价

体系运用之后发现学生评价过散，缺
少评价标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
何引领学生正确地做出对自身发展
的评价？“中学生立体形象”课题的建
立将评价从空洞的说教变为清晰地
提醒学生反复思考自省。课题组提
出，模范的中学生形象应是从能力、
智力到体力的合力发展，并规制各项
“力”中的行为规范准则。如果说“我
的成长包”最初为学生发展性评价开
辟了先河，那么“中学生立体形象设
计”不但丰富了以往单以主题教育和
学术成绩所搭建的平台性评价，还成
为了标榜性的评价标准。

!生涯规划"

自主发展平台深化完善
基于上师大附中在学生自主发

展体系的历史渊源，且在市教委高考
改革的大背景下，“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的设立是学校针对“学生十年后会
在干什么”的思考，也是上师大附中
在实行学生个性自主发展体系中的
重要环节。

刚选好“#&#”课程的小金开始
了走班学习，区别于普通的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中用心理测试作为职业选
择标准导向，小金已开始和家人确定
了以后主要想要报考的几个专业，
“我的学习生活中喜欢辩论、语言类
学习，而且这类学科成绩也比较好，
所以在职业生涯课老师介绍大学里

各类专业入门课程时，我会特别注意
语言类相关专业录取分数和这个专
业以后要去学的课程。”
从之前的学生自主发展来看，生

涯规划更尊重学生个性特征、学习状
况以及兴趣爱好，将学生对于专业的
选择划分为：已决定者、未决定者和
半犹豫者，通过研究型课程或对未来
就读专业的社会实践，在无形中引导
学生对自我的认识和思考。
生涯规划课程挖掘学生兴趣，不

仅在短期内与之后的升学挂钩，还在
某种程度上隐含了学生对未来职业
和就业选择的相关性。

!渊源传承"

素质教育平台力求落实
搭建丰富的校园平台，成为一所

注重学生自主发展的学校的当务之
急，“校园活动和研究型课程不断在
扩大可以触及的范围，资源也在不断
延伸。”徐明说，“之后的校园平台建设
不仅是要建立课程，而且要从人文艺
术、科学技术、国际交流、生涯体验以
及运动技能这五个方面具体开展。”

校长严一平始终强调学生个性
需要得到尊重，只有高度重视以促进
学生发展为核心的自主过程才是将
素质教育落到实处。然而从目前实施
的生涯规划来看，中学生热衷于认识
自我、了解自身发展，无论是科学类
创新大赛还是人文类国学教育，尊重
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差异融合是搭建
更完善校园平台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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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师大附中有近 '"年的

办学历史"始终以超越性的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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